
诊断的敏感性。对 5 种抗体谱系检测显示 , Ig G1 +

IgA + IgM 谱系检出率最高 ,其中 24 例 Ig G1 阴性患

者中有 4 例 IgA 阳性 ,5 例小儿患者 IgM 阳性。分析

说明 , Ig G1 加 Ig G4 或 IgA、IgM 或 Ig G1 + IgA + IgM

抗体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棘球蚴病患者的诊断率。

棘球蚴病患者血清中的 CAg 含量达到高峰时 ,可

与抗体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[6 ] 。本组 10 例抗体全部

阴性病人的 CIC 阳性检出率为 20 %。表明由于 CIC

的形成造成血清中可检测出的 Ig G抗体耗竭 ,可减低

抗体的应答反应。因此检测血清 CAg/ CIC 将有助于

提高棘球蚴病患者的免疫诊断价值。综上所述 ,棘球

蚴病患者 Ig G 抗体反应阴性的形成原因主要是由于

Ig G抗体水平低下或抗体表达种类不同及 CIC 的形成

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 ,而棘球蚴囊变性、坏死、

钙化也可影响抗体产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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肾膨结线虫感染一例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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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肾膨结线虫 [ Dioctophym a renale ( Goeze , 1782) Stiles ,

1901 ]是一种大型寄生线虫 ,人体肾膨结线虫病病例报道不多 ,

至今国外报告 18 例 ,我国共报告 11 例 ,此次在广西发现一例。

报告如下 :

患者 ,女 ,20 岁 ,广西百色市人 ,壮族 ,汽车乘务员。2002

年 1 月 3 日晚排尿时发现尿液中有一血红色虫体 ,呈蛇样运

动 ,伸缩活跃。4 日上午携虫就诊 ,虫体送本教研室鉴定。活体

观察可见 :虫体呈圆柱状 ,两端稍细 ,长约 4. 8 cm ,直径约

0. 15 cm ,呈血红色 ,体表有明显横纹 ,解剖镜下见虫体两侧各

有一排乳突 ,愈向尾端乳突愈紧密 ,顶端呈半圆形突起 ,有两圈

作者单位 :右江民族医学院 :1 寄生虫学教研室 ;2 附属医院 ;

3 病理科 ,百色 533000

乳突 ,尾端稍钝圆 ;5 %甲醛固定后观察 ,结构同上。鉴定为雌

性肾膨结线虫。嘱患者次日送检第一次晨尿 ,并做血常规、尿

常规 ,肾、膀胱 B 超 ,嘱医生注意肾盂。检验、检查结果均正常 ,

查体亦无异常发现。患者自述多次吃鱼生和蛙肉 ,平时喜食生

菜 ;偶有腰痛 ,但与月经周期有关。送检尿液离心沉淀未见虫

卵 ,后再送检两次晨尿、一次 24 h 尿 ,均未发现虫卵。考虑患者

各项实验检查及查体无异常 ,估计可能为寡虫寄生 ,建议继续

随访观察 ,定期尿检。

致谢　本虫的鉴定得到广西医科大学寄生虫学教研室何登贤教授、石

焕焕副教授的帮助 ,特此感谢

(收稿日期 :2002202206 　编辑 :盛慧锋)

　

·151·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02 年 6 月第 20 卷第 3 期　Chin J Parasitol Parasit Dis 2002206 ,Vol120 ,No13 :151


